
行動研究： 
１．交通路徑大盤查 
２．校園能源消耗大盤查（照明、冷氣） 
３．統計數據結合ＡＩ製成統計圖 
４．計算出每周碳足跡 

碳排放的原因與污染 

學生分析結果並討論背後的原因與問題 

擬定行動方案 

簡報方式報告自己行動研究調查成果 

監控執行的行動方案 
(定期開班會報告進度) 

 

 
增加平時走路的同學，如果不願
意的同學有哪些方法可以鼓勵? 
上下課時間如何減少家長怠速時
間? 
交通環境行動中有哪些危險的因
子，如何預防? 

和我們環境行動有關連嗎? 

 
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如何妥
善的使用能源? 
環境行動如何影響更多人(同學、

 

和我們這環境行動有關連嗎? 

 

結合社區宣傳，讓社區民眾一起參與環境行動 

 
拍攝環境行
動後本身的
友善行為 

 

 

 

 

 

 

 

 

 

 

 

介紹生活中碳足跡 Tip 
1. 了解全班交通車

使用情況 
2. 了解校園內的冷

氣機、照明設
備數量與使用
時間 

 

 

 

 

 

  
 

 

 

 

 

 

 

 

 

 

 

 
 

 
 

 

 

 

 

 

 

 

 

 

 

 

 

 

推廣理念 

學生環境行動影片 
(英文版本) 

檢驗行動方案後的成果並報告 (數據AI產生) 

討論學生們校園生活的開始 

驅動問題(DQ):我們該如何減少學校碳足跡的產生並減省與能源 
的消耗? 

探究問題 

檢視環境 

設立情境 

檢驗成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IE-raGzI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vEYRtYFk1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7EO82IqKo


 

PBL環境行動 
                                                 教學年級:五、六年級    實施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每週一節) 

 
 

 

 

 

 

 

 

 

 

 

 

 

 

 

 

 

 

 

 

 

 

 

 

 

 

 

 

 

 

 

 

 

 

 

 

 

 

 

 

 

 

 

 

 

 

 

 

 

 

 

 

 

 

 

 

 

 

 

 

 

 

 

 

 

 

建立情境-透過學生生活環境進行 SDGs 議題探討 

  
探索問題-透過網路搜尋及訪談職人了解環境 

  
尋找問題-透過學習單及師長盤點心中問題 

  
行動方案-製作海報到社區進行理念宣導 

  



 

                  受到生活技能訓練或多元彈性教學模式  

                     學生接受素養導向 
 

                         臺南市112學年度仁德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玩球變變變─歡喜拍球樂 

日期 112年5月4日 實施班級 1年  2  班 

簡述課程內容 
教師先做示範拍球、接球技巧，學生分成6組做練習，之後分組比賽， 

聽老師哨音才可拋接球，看哪一組接的球數量多，哪一組得分就高。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老師示範拍球技巧 說明：小朋友分組練習 

  

 

 

說明：分組比賽拋、接球 說明：分組比賽拋、接球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 單元名稱 拋準動動腦-一擊命中 

實施年級 三年級 設 計 者 曾凱毅 

教學時間 本單元教學共需 5 節 200 分鐘 教學節次 第  2  節 

 學習目標 能用正確的動作拋球，並控制球的力道與方向，並在遊戲過程中表現合作的精神。 

 學生經驗 學生已具備大小球簡易拋球能力。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d-Ⅱ-1 認識動作技能

概念與動作練習的策

略。 

3d-Ⅱ-2 運用遊戲的合

作和競爭策略。 

4d-Ⅱ-2 參與提高體適

能與基本運動能力的身

體活動。 

核 

心 

素 

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

考 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

效處理及 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學習 

內容 

Hc-Ⅱ-1 標的性球類運

動相關的拋球、擲球、

滾球之時間、空間及人

與人、人與球關係攻防

概念。 

領綱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

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

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融入議題 

說明 

學習 

主題 

無 

實質 

內涵 

無 

與其他領域/ 

科目連結 

無 

教材來源 課本及自編 

教學設備 

/資源 

三角錐、色盤及敏捷圈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

時間 

評量方式 

一、 準備活動 

(一)關節操、伸展操 

1. 關節操：(每個動作各 8 拍)頸部、肩關節、腰部、手腕關節、 

           踝關節。 

2. 伸展操：(每個動作各 8 拍)手臂向上伸展、雙腳打直向下伸展、 

           側弓箭伸展、正弓箭、站立拉踝。 

3. 籃球場慢跑兩圈 

4. 複習上一節課的練習要點(定點丟擊三角錐)，並進行五分鐘的分 

   組丟接熱身活動。 

二、 發展活動 

規則說明：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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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評量 

 

 

 

 

 

 

 

 

 

技能操作 

態度檢核 

 

 

 

 

 

 

 

 

 

 

 

 

 

 



 

 

 

 

 

 

 

 

 

 

 

 

 

 

 

 

 

 

 

共備討論： 

一、共備人員：邱耀毅、林家鴻 

二、共備日期:111/10/3 

三、共備討論點: 瞭解教學內容、確認觀課重點(學生參與度及時間掌控) 

四、新課綱精神運用點:團隊合作的運動素養。 

 

 

 

 

 

 

 

 

 

 

 

 

 

 

 

 

 

 

 

 

 

 

 

 

 

 

 

 

 

 

 

 

 

 

 

 

 

 

 

 

 

 

 

 

1. 依照班級人數分成二隊，單數一隊雙數一隊。 

2. 遊戲吹哨開始後，各隊派一人於起點帶球出發，跑向各自有把握的九

宮格敏捷圈區域中，擲擊離自身最近的三角錐。 

3. 兩隊不可站於同一個敏捷圈中，以避免危險。 

4. 當擊中三角錐後，即可從地上拿一個色盤，並帶球一起跑回起點交給

下一個隊友出發。 

5. 兩隊持續比賽擲擊三角錐，敏捷圈的色盤被拿完者即不可再選擇，限

時 15分鐘。 

6. 九宮格正中間的敏捷圈因距離較遠，所以一個色盤計分為 2分。 

7. 若能挑戰三角錐的對角線位置丟擲，可以一次拿 3個色盤，記 3分。 

三、統整活動 

1. 各組統計分數。 

2. 討論分析致勝的原因(動作標準、得分策略、團結合作、速度…)。 

3. 教師統整今日活動內容並進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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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評量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曾凱毅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林家鴻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 

教學單元 
拋準動動腦-一擊命中 

(翰林三上) 
教學節次 

共 5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 _111_年_10_月_11_日 地點 輔導室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授課教師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請依據觀察紀錄回應「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觀察焦點）： 

1. 教師的教學目標清晰明確，設計競賽遊戲讓學生沉浸於練習過程中。 

2. 教師提供學生自主討論空間，透過同儕回饋而達到自省的學習態度，符合新

課綱精神。 

3. 教師著重態度層面的養成-運動家精神，在遊戲過程中，要求學生確實遵守比

賽的風度。 

二、 授課教師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請依據觀察紀錄回應「教師教學行為、學

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觀察焦點）： 

1. 授課教師的指導清晰明確，學生能熱情的投入練習。 

2. 同儕間能彼此提醒及鼓勵，同儕互動良好。 



三、 授課教師協同回饋人員相互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與對未來教與

學的啟發及專業成長方向：  

針對尚在學習丟擲球類啟蒙階段的三年級學生，教學重點除了在學習控制球的

力道及方向精準打到目標物外，更重要的團隊精神的態度養成；授課教師在

學生面對遊戲競賽時，能有效引導及建立正確運動家精神，這些是此次觀課

的成長及值得學習之處。 

備註：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 

1.授課教師之「優點或特色」，可透過「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1. 2.授課教師之「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透過「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等

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授課教師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領域/成長與蛻變 單元名稱 飲食萬花筒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設 計 者 邱朋賢 

教學時間 本單元教學共需 4 節 160鐘 教學節次 第  2  節 

 學習目標 瞭解學習的方法，並實際應用於生活中 

透過不同的活動或方式，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能認識食品標示及選購食品該注意事項 

學生經驗 
學生對於食物可提供身體所需熱量及營養素已有初步的概念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理解加工食品所提供營

養標示內容 

藉食品熱量計算，建立

每日攝取熱量勿過多或

不足觀念 核 

心 

素 

養 

總綱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學習 

內容 

瞭解營養素每公克所提

供熱量 

瞭解每人每日建議熱量

攝取量 

認識空熱量食物 

正確計算每件加工食品

所提供熱量總值 

領綱 

Ea-Ⅲ-1個人的營養與熱量之需求 

Ea-Ⅲ-2兒童及青少年飲食問題與健康影響 

Ea-Ⅲ-3每日飲食指南與多元飲食文化 

Ea-Ⅲ-4食品生產、加工、保存與衛生安全 

融入議題 

說明 

學習 

主題 

家政教育：認識均衡的飲食，並分析自己的飲食行為 

環境教育：能思考存在環境中萬物的意義與價值 

實質 

內涵 

認識熱量的來源，養成正確飲食的觀念 

 

與其他領域/ 

科目連結 

數學領域(熱量的四則運算)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 

/資源 

食物熱量競賽閃示卡、主要營養素提供熱量圖卡、字卡、食品營養標示內容海報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

時間 

評量方式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教師方面： 

熟悉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及各大議題的理念、蒐集本主題單元及相

關參考資料和書籍、製作、蒐集本單元所需教具。 

＊學生方面：預習本單元內容、全班分成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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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間準備 

＊引起動機： 

教師將學生分成兩組準備競賽，以分組競賽方式讓學生知道相似的兩食物

熱量高低，修正既有對食物熱量的認知，進而對高熱量食物飲食作控制。 

＊決定目的： 

1、瞭解蛋白質、脂肪、醣三項營養素每公克所提供熱量。 

2、正確計算出每件加工食品所提供熱量總值。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說明成人每日建議攝取熱量如下: 

    現行衛生署「每人每日建議攝取量」是以一天2000卡為基準來計算每

人每日建議熱量攝取量隨著其身高及工作量的不同而相異。 

青春期的青少年其熱量需要男孩約需2150～ 2650卡，女孩約需2100～

2200卡。 

2、教師說明蛋白質、脂肪、醣三項營養素每公克所提供熱量。 

      (1)蛋白質每公克四大卡、脂肪每公克九大卡、碳水化合物(醣類) 

         每公克提供四大卡熱量。 

      (2)師生共同討論「空熱量食物」之意涵-空有熱量但營養價值 

         不高的食物,例如:汽水。教師建議減少攝取空熱量食物。 

3、教師展示加工食品外包裝上的營養標示內容海報，引導學生理解 

   營養標示內容及意義。    

 

通常營養標示已把整包食品的總熱量標示在外包裝上，讓消費者一目瞭

然，下次購買食品時記得也要注意看每包食品供給你多少熱量。 

 

    4、教師講解營養標示內容中，食品總熱量的詳細計算式。 

     (1)舉例1:一罐三十公克重洋芋片，每包裝恰好是一份的重 

       量，其中、蛋白質含1公克，脂肪含11公克，碳水化合物(醣) 

       含17公克，鈉含0.129公克(因鈉含量極少,固可忽略其值不計 

       算鈉提供的熱量),是故，根據上述資料可列出以下算式: 

       1x4=4(卡)  11x9=99(卡)  17x4=68(卡)  4+99+68=171(卡) 

       營養標示內容中,食品總熱量標示為171(卡)，計算過程正確無   

       誤     

     (2)教師展示加工食品外包裝上的營養標示內容海報，讓全班學生 

       練習計算，同時邀請同學位在黑板上寫下計算式及答案，最快答 

       出正確答案者所屬組別得一分。 

        

   舉例2:一盒九十五公克重脆笛蘇，每包裝恰好是一份的重量，食品 

          總熱量標示數值同為480(卡)，表示計算過程正確無誤 

   5、結論:小小一包餅乾的熱量高達480大卡,餅乾又屬於「空熱量食 

      物」，易造成身體負擔對健康沒有很大的幫助，建議大家減少攝取 

      空熱量食物。以後去買加工食品時，要記得仔細察看「營養標 

      示」, 這小小數字對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三、統整活動：     

1、 請學生上台在黑板上列出熱量計算式與答案,答對加分在記分板。 

2、 教師指派學習單，交代下次上課主題。 

    3、各組秩序掌控以記分板記分，統計得分高的前三組給榮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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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備討論： 

一、共備人員：郭育榳、劉漢倫、蘇育庭、李蕙如、楊沛瑾、李沂澂 

二、共備日期: 111.09.02  12：40~13：30 

三、共備討論點:飲食特色及文化，商品及食品標示的認識，如何選購產品及認識熱量 

四、新課綱精神運用點: 

(一)認識各國不同的飲食文化，建立基本的健康常識 

(二)主動發覺影響健康的生活態度與行為，透過討論，使用適切的健康資訊、產品與服務，進而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三)身為地球的公民，思考如何改善環境，建立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邱朋賢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健康與體育 

回饋人員 

郭育榳、劉漢倫 

蘇育庭、李蕙如 

楊沛瑾、李沂澂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國、數 

教學單元 
成長與蛻變/ 

飲食萬花筒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1年 09月 07日 地點 605教室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四、授課教師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請依據觀察紀錄回應「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觀察焦點）： 

五、授課教師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請依據觀察紀錄回應「教師教學行為、學生

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觀察焦點）： 

六、授課教師協同回饋人員相互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與對未來教與學

的啟發及專業成長方向： 

備註：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 

1.授課教師之「優點或特色」，可透過「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2.授課教師之「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透過「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等方

式進行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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